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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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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结核病的发病之后具有一定的传染性，由于其发病时间并
不固定，各个季节均有可能出现病变发生的情况，但是小羊的发
病率相对较低，随着其年龄的不断增加，发病率也会有所升高，
就当前养殖产业发展情况来看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羊结核
病的发病率也在不断提升，对于羊养殖产业经济收益的稳定保持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病原学分析
羊结核病的发病原因主要是由于结核杆菌感染病所致，该病

的发病不仅仅局限于羊身上，还会出现人、畜（牛、羊）、禽等
发病，该病的临床症状分析来看，病原菌的主要生活环境为常温
环境，且会在病患病者痰液、血液、粪尿以及草料中大范围的存
在，该病菌的传染性比较强，且维持时间比较长，该病菌在实际
清除方面，可以通过环境的干燥以及紫外线光照或者高温消毒等
方式实现该类菌种的灭火处理。

二、临床症状
就羊结核病患病后牲畜的症状分析来看，常见的症状为间歇

或者连续性的咳嗽、呼吸困难、听诊可明显发现肺罗音，患处的
眼鼻分泌物会有明显增加，且常见有分泌物干结于眼周以及鼻周
部位，其消化功能会有所下降，食欲降低，消瘦脱水以及贫血的
情况。另外，患病后牲畜的生殖系统结构也会出现变化，明显可
见性欲亢进，频繁发情等病理症状。该病发病后期的继发性症状
较为严重，会出现神经性症状，比如惊觉即将共济失调等情况。
解剖结果分析可见，该病菌对于动物机体造成的损伤是较为广泛
的，并没有明确的靶向病灶，病死牲畜的机体特征主要为消瘦以
及脱水，主要病变结构为肝脏、肺脏、淋巴以及浆膜等部位。

三、流行特点
羊结核病发病牲畜自身便是非常重要的传染源，其他感染动

物以及人类也是隐性的传染源，而空气以及饮食员也会对该病菌
的传染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常见的传播途径主要为消化道系统
以及呼吸系统。另外，还会通过繁殖以及胎盘出现传播的情况，
以上各类传染情况大多发生于山羊以及绵羊情况，羊的感染率较
牛相比来说比较低，但是可能会出现人畜共患相互感染的情况。
随着规模化集约化养殖产业的不断推广，羊群在实际养殖过程中
的密度比较高，加上外部引种的频繁发生会导致出现远距离传播
的情况。因此，羊结核病当前来看已经属于常年性疾病，该病的
发生与养殖地区的实际养殖环境和饲养管理方式不当等均有非常
密切的关系。

四、诊断要点
羊结核病属于非常典型的四诊检查症状，因此在实际检查过

程中主要以临床症状的鉴别为主，主要包括视诊、检查、解剖检
查、流行病学检查等，在实际检查过程中视诊主要观察其呼吸道
症状、体型状况、淋巴结表现以及性繁殖障碍等情况。解剖检查
主要依据其组织器官病变情况、直接坏死情况、重要脏器特异性
结合发病情况等为主。综合流行病学特点，主要考虑其既往发病
史，近期发病时的情况如存在潜在传染源或者发病牲畜，即可判
定其为羊结核病发病。

五、综合防治预防控制
羊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炭疽杆菌病等相同均属于人畜共

患性疾病，属于较高危害性的细菌性病种，是规模化养殖中较为

羊结核病特点及防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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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核病是杨流行性疾病中发生率较高的一种，主要疾病发生是由于结核杆菌感染所致，其属于化脓性淋巴结炎性病变，属于慢性传染性疾病，

随着羊养殖产业的不断扩大，养殖量的不断增加，羊结核病的传播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规模化与集约化养殖模式的开展，对于羊结核病的防治也带来了全新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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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病害之一，在实际养殖过程中需要加强各类该类病患的预
防和防治。首先，需要禁止从疫区以及病史区羊场进行养种的引
入，在日常饲养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于羊饲养的管理工作，控制好
其饲养环境，加强相关清洁以及通风干燥工作，定期进行消毒清
洁，尽可能降低各类病菌的存活情况。另外，在实际养殖过程中
需要加强对于种羊的配前检查，将存在病变的羊个体尽早排，在
整体养羊过程中需要定时对其生长的地区进行消毒和清洁，以降
低其环境中各类病菌的含量。由于结核病属于人畜共患性疾病，
在实际养殖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对于养殖地区人以及其他动物的出
入管理，坚持自繁自养，所有外部引入的亚种均需要进行 30 天以
上的隔离饲养以及风险评估检测，确定无误之后方可进行综合混
养。

如羊发病之后确诊为结核病，需要进行尽早隔离并淘汰，
以确保整个羊群的长期健康发展，针对有价值的羊只可以进行治
疗，但同时需要做好其生活的区的清洁以及消毒处理，避免出现
病菌残留，导致其他羊发病的情况。

六、结束语
综上可知，羊在实际养殖过程中加强结核病的预防和处理是

非常重要的，作为养殖人员需要提升结核病的防控意识，不断学
习全新的结核病防控技术，加强对于养殖环境的安全管理，以降
低结核病的发病，确保整体羊养殖产量以及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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